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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曾氏族譜的探討一直是我關心熱愛的主題之一，早年在大陸創業經商

時，常利用機會走遍山東、河南、江西、福建、廣東等地曾氏列祖遷徙足跡，

參訪各地曾氏堂號宗祠，蒐集史冊文獻，以瞭解曾氏先祖是如何飄洋過海移民

來台的。三年多前(公元 2013 年 3 月)，在一次安排福建漳州平和九峰的尋根之

旅時，討論到編撰曾氏淵源族譜的構想。返台後不久，時任平鎮分會萬港會長

便向桃園市曾氏宗親會提案，獲得全體代表及八個分會的熱烈響應，乃決議成

立族譜編修小組，全力推動各項修譜工作。

為蒐集各支脈遷徙史料，修譜小組曾多次組團前往福建泉州的龍山派大宗

祠，漳州平和宗聖廟、九峰曾氏家廟、廣東蕉嶺裕振公祖籍原鄉、五華佑孫公

宗祠，並到梅州、揭西五經富、豐順、陸豐、永定、上杭、長汀、寧化、石壁、

晉江、興化、廈門曾厝垵等地，參訪各地曾氏祠堂，拜會宗賢長老，恭聆先祖

遷徙故事，並蒐集各地重修的《武城曾氏族譜》，做為編修台灣淵源譜的重要參

考文獻。

這本淵源譜是由繁藤博士主編，他先參考《曾氏會訊選要合訂本》刊登的

族譜史料，及台灣各姓淵源研究會於公元 1999 及公元 2001 年調查出版的台灣

重修《曾氏族譜》資料，依泉州、平和、南靖、永定、蕉嶺、五華等祖籍原鄉，

逐一整理各渡台祖的世代系統表，溯源到江西廬陵吉陽的唐山祖，再追遠到山

東魯國武城開派的宗聖曾子，而至上古遠祖鄫國的 4000 年譜系。他用一種創新

的族譜尺標，建立表格式族譜表規範，還原列祖列宗的時空座標所在，使以往

誤記的族譜能夠明朗，錯列世代派別的譜系能夠訂正，模糊失記的資料得以補

正。於是，台灣各地曾氏宗親，可據以編修各自的家族譜。

族譜編修小組團隊在執行長萬港帶領下，有榮貴負責尋根照片蒐集及贊助

芳名錄、新衡負責封面設計及文宣推廣、祥毅負責文稿校對及整理等，每月召

開編審會議檢討進度報告，終於在三年內出版第一刷。許多被遺漏的渡台祖資

料，希望第二刷再版時能夠逐一補足，使這本《曾氏台灣淵源譜》的資料內容

日漸完整。

最後，我要對族譜編修團隊的辛勞，表達最高謝意，並請宗賢不吝指教。

桃園市曾氏宗親會理事長

(2011-2017 年)

族譜編修小組召集人 武城 76 派／台 8 世裔孫

公元 2016 年 10 月

曾献斌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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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族譜於民國 83 年（公元 1994 年）編修，係屬蕉嶺（古稱鎮平縣蓼坡

鄉）裕振公支脈啟瑞房系。譜載，鎮平 8 世文贊公為處士，9 世曾海公為

善士，11 世思德公為逸士，都是當時有識之士。傳到康熙雍正年間的 68

派鎮平 16 世時，蕉嶺門向東的田地已經不夠耕種，在八兄弟中有二人分別

渡台及遷南洋，其後失聯不詳。乾隆年間有 18 世祖挺彬公渡台打工，贍養

家眷，其後告老返鄉。其子 19 世秀開公，於嘉慶 8 年（公元 1803 年）渡

台入墾桃澗堡南崁開基，自台 2 世的武城 72 派起訂定 20 字輩：

維勝清安萬、隆朝慶福聯；

俊英家克振、永敬守芳年。

我家族人丁興旺昌盛，據譜載統計，台 5 世“安”輩有 23 人，台 6 世

“萬”輩有 67 人，台 7 世“隆”輩有 102 人。到現今的台 8 世兄弟眾多，

以致依字輩取名“朝”字的尚不及一半。

清末時，台 3 世勝友公以教書擇日為業，略有積蓄就到中壢購置田產，

其後舉家遷居中壢。到日治時期，台 5 世“安”字輩創立中壢製磚廠，奠

定基業之後，便積極參與社會公眾事務。民國 50 年代之初，我的祖父安勳

公，與東興營造廠的夏東宗長（其子繁藤博士主編這本《曾氏台灣淵源譜》）

籌組創立桃園縣曾氏宗親會，當時熱心參與服務的還有廣枝等宗長。

桃園縣曾氏宗親會成立之初，就進一步推動台灣省曾氏宗親會的成

立，蒐集各地渡台祖攜帶來台的手抄家譜，將各地宗親的家譜資料，彙整

出版在《曾氏會訊》期刊上，成為日後台灣研究曾氏族譜的重要史料之一。

到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桃園市曾氏宗親會献斌理事長決定成立族譜編

修小組，而我家台 6 世的萬港擔任執行長，克服萬難，畢盡其功，自有其

脈絡淵源可循。如今，這本淵源譜即將出版，期望各界先賢給予更多支持

鼓勵，使再版時蒐集資料更加充實。

世界曾氏宗親會總會副理事長

(2011-2017 年)

武城 77 派／台 7 世裔孫

公元 2016 年 10 月

曾隆瑞 謹識



〈上冊序言目錄〉 5

重修族譜對台灣人來說，有幾項歷史的困難因素。早在荷蘭人佔領台灣時，

為了生產經濟作物稻米和甘蔗，大量招募閩南沿海漢人來台開墾，他們少有抄

寫家譜來台的。在此之前，已有走私海盜率華人在北港一帶設寨，開始留居下

來，自然也就沒有隨身攜帶家譜。公元 1661 年，鄭成功率 25,000 名部隊攻打

台灣，逼使荷蘭人退出台灣，這些部隊士兵大部份也沒帶家譜來台。

東寧王國滅亡後，滿清朝廷經過一番「台灣棄留」的爭論，直到公元 1684

年 4 月，才正式將台灣併入其版圖，隨即頒布渡台禁令，嚴格限制人民移台，

渡台者一律不准攜帶家眷。移民政策雖多門檻，然而閩粵移民卻不斷湧入台灣，

有人正式持有照單入台，通不過申請關卡的，只好偷渡來台。使得台灣早期移

民社會，產生「陰衰陽盛」的特殊狀況。許多單身漢以入贅於平埔族家庭的方

法，來規避這項禁令。然而，並非每個單身漢都能入贅平埔族家庭，仍然有一

些人「無某、無猴、有路無厝」，後來還被稱為「羅漢腳」。許多人在走投無路

下，甚至投入了一波又一波的民變。羅漢腳既舉目無親，流離失所，死後更無

子嗣送終，往往遺骨暴露，聽任風吹雨打，於是有善心人士收屍，立廟祭祀，

這便是台灣「有應公」廟的由來。

直到雍正十年（公元 1732 年），清廷才放寬移民條件，准許已入台者返鄉搬移

眷口。此後，才有人抄寫祖籍原鄉的族譜，攜帶來台做為傳家之寶。這是台灣

重修姓氏族譜時，史料蒐集存有困難的歷史背景。

在公元 2013 年春，桃園市曾氏宗親會献斌理事長，為我等安排一次尋根之

旅，到平和宗聖廟及九峰曾氏家廟叩謁，請教平和族譜記載的疑點，並到平和

坂仔及九峰黃田村等地探訪，希望能找到我等渡台祖的一些音訊。那次尋根問

祖之旅，我們也討論了重修台灣曾氏族譜的初步構想。

重修族譜的目的，在於使子孫後代，明其宗支世系，知其所出由來，藉此

追記先祖功績，弘揚祖先風範，以激勵裔孫發揚優良傳統，奮發上進，力創佳

績。今天欣聞修譜團隊通力合作，蒐集厚達 800 多頁的曾氏台灣淵源譜即將定

稿出版，確實可賀。此一巨作將為後代子孫提供追源溯祖之依據，無忝「皇令

四聖」的曾家後裔彰顯孝道於後人。

台灣省曾氏宗親會理事長

(2011-2017 年)

武城 74 派／台 7 世裔孫

公元 2016 年 10 月

曾文敬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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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氏族裔，自上古夏王少康封次子曲烈于鄫以降，史冊皆有記

載，但歷史久遠，所述人事遷徙，僅留下斷垣殘簡，難窺全貌。

唐宋之後的族譜記載內容，大都著重祖瑩風水、方位及造形，少

見先祖的生卒年代史料，亦常有張冠李戴、祖孫顛倒、無法確認昭穆

的情形。到明代，分遷各地開基立業的先賢，努力蒐集編撰各支脈譜

冊，然因天災人禍不斷，譜冊流散四方。有志後裔蒐集手抄本，編撰

成各自家譜，未見通譜以便對照昭穆關係，甚為可惜。

桃園曾氏宗親先賢們，乃有倡議編撰曾氏台灣淵源譜之案，提供

凡我曾氏族裔編修家譜時，有一共同參考依據。桃園市曾氏宗親會乃

成立「曾氏台灣淵源譜編修委員會」，由曾繁藤博士主編，蒐集台灣各

地的家譜史料，查閱分析考證。編修委員會並多次組成尋根之旅，到

大陸祖籍原鄉，參訪各地開基祠堂，到祖墳前敬香、聆聽耆老述說先

祖遷徙故事等。

三年多來，投注無數人力、物力，逐步彙成初稿，編審小組每月

定期討論，經多次補正，得以彙集成譜冊。其間遇到諸多盲點，本著

實行求是，所言皆有所本的原則，均能逐一克服難題。此乃桃園市曾

宗親會創會 60 年以來，又一次為我曾氏族裔的重大貢獻。同時也為其

他姓氏族親，提供一個編修族譜的借鏡。

完稿之際，百感交集，不知所云。

桃園市曾氏宗親會

族譜編修小組執行長

武城 76 派／台 6 世裔孫

公元 2016 年 10 月

曾萬港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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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繁藤博士，臺灣桃園人，是著名具有電信專業的國立臺灣大學電

機博士，才思敏捷，博學多聞，學理工出身，但對人文社會科學涉獵極

多，曾留學美國，擅於組織和系統分析，深具文采，溫文儒雅，創意十

足，常有創新見解，人緣佳，是臺灣的才子型人物，也是臺灣大學極傑

出的畢業校友。

我與曾繁藤博士的結緣與相知相惜，始於 1980 年代，或許是基於我曾擔任

過臺灣大學研究生協會主席，老家也在桃園中壢等因素，當我們同是臺灣大學

的博士生時，與來自全國各校不同研究領域的博士生，共同參觀臺灣的國家建

設，歷經多天的友好互動，我首先提出建議大家組織起來為臺灣做一些有意義

的重要關鍵之事，於是大家共同推舉老大哥曾繁藤為領導人，我們認為必須共

同研討「如何寫好博碩士論文」，並認為「科際整合」極為重要，於是很快地

先後組織了中華民國博士聯誼會、中華民國科際整合研究會，進而推舉曾繁藤

博士為創會會長。曾博士懷抱著理想與熱誠，重視策略與方法，做事有系統、

有條理，負責盡職，努力認真，盡心盡力，大公無私，熱心公益，使得會務運

作順利，成果豐碩，令人佩服、感動及感恩！他就是一位有理想、有熱誠、有

創意、肯做事的典範型人物，我們欣賞他的才華、人品及實事求是的踏實風格！

族譜、祖塔及宗祠三合一，是整個華人社會宗族文化的精髓和重要組成部

分。自古以來，祖譜就是華人社會宗族文化的重要特色與標記，它是一個家族

記載祖宗源流、自己這一世代及子孫如何開枝散葉的「傳家之寶」，它是影響

華人社會的聚族而居、子孫繁衍、世代相傳、光宗耀祖……之生命禮儀，如何

永續發展之重要關鍵。

有一則著名的華人諺語／客家祖訓：「寧賣祖宗田，毋忘祖宗源；寧賣祖

宗坑，毋忘祖宗聲。」此則古諺語是在說明與強調：祖先辛辛苦苦長期開墾與

耕耘所積累而留存下來的田地，相當不容易，要珍惜，不能賣，它是家人賴以

為生的重要生產基地，做子女的不能夠輕易地就決定將它賣掉，但是在最不得

已的情況之下，若你一定要賣，那麼相較之下，寧願賣掉祖宗遺留下來的田地，

你也絕對不要忘記「祖宗源流」。同樣的道理，祖先辛辛苦苦建造與傳承下來

的居住地，具有歷史文化意義，要珍惜，不能賣，是家族長期團結合作、聚族

而居、安身立命之所，做子女的不能夠輕易地就決定將它賣掉，但是在最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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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的情況之下，若你一定要賣，那麼相較之下，寧願賣掉祖宗遺留下來的居住

地，你也不能夠忘掉祖宗傳承下來的「族群語言、祖宗名聲及祖訓」。

每一部族譜，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盡量完整而有系統地記載自己的小家庭、

家族、宗族關係的「祖宗源流」；同時也要將歷代祖先辛辛苦苦開創出來的「族

群語言」、「祖宗名聲」、「祖訓」等，屬於自己家族的歷史文化，能夠世世

代代傳承下去。重視與参加編修自己家族的族譜，可說是華人社會推動與實踐

孝道的一種具體表現。

長期以來，族譜可以說是貨真價實的「傳家之寶」。它是各個家族的長者、

領導人物、重要幹部、有志之士等文人雅士，所共同重視與極想要，想盡各種

辦法去構思、討論、研究發展、改進及增修自己的族譜，這是一種極為難能可

貴的愛自己、愛小家庭、愛家族、愛宗族、愛族群、愛國家的濃烈宗族情懷與

愛心展現。一部優質族譜誕生，從蒐集資料、討論、研究發展、草稿出現、修

改、補充、辯正、校對等，極需要各方配合，要有人肯出錢、出力、出腦筋，

三種人缺一不可！不但時間長，事情煩，意見多，程序繁雜......，而且蒐集資料

困難，東缺西漏，不同資訊，相互矛盾，正偽並列，考證更難......，因而要研制

一部優質的族譜，實非一件可有可無、簡單的小事。

事實上，研制一部優質的祖譜，其實是ㄧ個屬於自己的、小家庭的、家族

的、宗族的一件極重要、極不簡單的大事。同時它也是華人社會發展的重要指

標，是推進各個族群永續發展的法寶，因而如何學習及参與研制與自己有關的

族譜，是政府、學校、研究人員應給予重視之重點，它也可以是我們華人的個

人「人生規劃」重點工作之一，雖然研制一部優質的族譜之過程辛苦，但是成

果甘甜，我們可以樂在其中，且有成就感，更是多做了ㄧ件善事，多累積一個

功德，利人利己，實在是非常值得去参與和做好它。

曾繁藤博士是一位博學多聞，心思細膩，具有科學頭腦，和豐富歷史人文

素養的電腦博士，擅於採「科際整合」方式來研制優質的族譜，我非常佩服他

的才華，讚賞他獨自研發出創意十足的祖譜典範，因而近十年來我曾兩次熱情

邀約他，敦請他回來母校臺灣大學作專題演講，他在 300 人的講堂，四周掛滿

自己創作的圖表，並且侃侃而談，秀出一部有系統、有條理的創新族譜，讓我

們全體師生極為驚喜與佩服他的創作與毅力。曾博士所主編的這一部《曾氏台

灣淵源譜》，呈現出一種傳統與創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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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曾繁藤博士認識多年，此次有幸能先拜讀其所精心創作的《曾氏台

灣淵源譜》，深感榮幸之至，它這部淵源譜標誌著 21 世紀的族譜編撰，由於電

腦科技的發達，可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協助蒐尋及編撰，呈現進入新的里程碑。

換言之，我們可以運用電腦科技，更簡易便捷、更有效率、更正確、更豐富地

編撰各家族的族譜。能讓每一個家族，開枝散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孫，很

快速將相關資訊集結在一起，然後很科學的、很有系統地加以編排，能按時間

序列，說清楚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另一方面也能夠補強更豐富的資料，不但

能運用各類文字、字體，更加豐富內容，可藉由歷史地圖，清楚說明每一個家

族整體和各分支系統的來龍去脈。

由於這部遷徙台灣淵源譜，係採用「科際整合」方式，有了突破性的創新

做法，取材豐富，內容精彩，特別值得大家學習與閱讀。因此本人樂予特別鄭

重推薦，相信它將有助於我們來思考，進而為自己的家族進行族譜的編修工作。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兼客家研究中心主任

公元 2016 年 10 月 22 日

邱榮舉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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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990 年秋，在宜蘭縣羅東舉辦的台灣曾氏宗親大會上，有宗親提議編

修台灣曾氏族譜，當時與會宗親認為修譜很重要，然因台灣曾姓人口超過 30

萬，所需工作量極為龐大，修譜議案乃被擱置。其後，經十多年反覆思索，若

將修譜界線溯源到清代攜眷移台的渡台祖為一段落，工作量可大幅縮小，編修

淵源譜任務當屬可行。

吾等根據英文字”Generation” 的解釋：『子女長大到繼承父母的期間約 30 年』

為一世代，引進一種創新的“插畫”(icon)，稱為「族譜尺標」的修譜工具，做

為歷代祖先的時間排序(time sequence)，及古代先祖遷徙的空間地點(space

location)，建立一套族譜「時空座標系統」(Time and Space Coordinate System)。

族譜編修工作千頭萬緒，借助族譜尺標的“插畫”，可使族譜編排變成很

簡單的工作。這本厚達 800 多頁的《曾氏台灣淵源譜》，就是應用電腦文書作業

的“插畫”編撰而成的。到夏朝天子少康封次子曲烈于鄫（繒），族譜尺標“插

畫”以(10)年為單位，可簡化寫成：

鄫國始祖 鄫 1 君主：前 2020 曲烈 封於今山東省蒼山縣境

族譜尺標“插畫”可加一些「花絮」表達族譜重點。例如，溯源到春秋末

期的世子巫奔魯去鄫邑為「曾氏始祖」，傳到魯國 5 世曾參，公元前(505-435)

年，受武城大夫所聘設教學館，後世尊宗聖公曾子為武城開派始祖，可寫成：

魯國武城 5 世 武 1 派：前 470 曾子 公元前(505—435)年

宗聖公 武 1 派：前 470 曾子

直到西漢時，曾氏祖先都聚居山東魯國武城，傳到 15 派曾據恥事新奔，挈

族二千餘人渡江南遷揚州豫章之江西廬陵吉陽。曾氏在江西廬陵聚居 780 多

年，其間歷經三國晉的混戰、五胡亂華等天災人禍，以致宗祧祭祀接續困難，

有幾代族譜甚至失記。由嫡長孫保存的宗祧譜系，奉曾據為南遷始祖：

南遷始祖 武 15 派：前 470 曾據 公元(前 43—35)年

編撰淵源譜的第一步，是蒐集台灣各地曾氏渡台祖史料，包括渡台祖芳名、

祖籍原鄉支派、支脈世代排序、渡台時間年代、入墾開基地等。據統計，曾氏

渡台起始於荷鄭時期，高峰期在乾隆中葉，到嘉慶年間就很少渡台。

第二步是釐清各渡台祖的譜系，逐一向上溯源繪製支脈系統，依祖籍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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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泉州龍山派、永定南靖派、蕉嶺裕振派、五華佑孫派、漳州平和派等地的

明初（1370 年代）開基祖。再向上溯源 600 多年到唐山始祖 33 派曾丞，及 34

派唐山祖支脈曾珪、曾舊、曾略，其族譜尺標可寫成：

唐山始祖 武 33 派：740 曾丞 居江西廬陵吉陽鄉

唐山祖 武 34 派：770 曾珪、曾舊、曾略 自江西廬陵分遷各地

這本淵源譜用創新的「欄位譜表」(Genealogy Table)，以族譜尺標建立表格

欄位，添加歷史朝代及紀元年號，呈現歷代祖先的時空背景。並將歷代祖先遷

徙路線，繪製在古代歷史地圖上，依序有：

(1) 上古鄫氏 1,400 多年： 夏商周、春秋時期的地圖

(2) 魯國武城 560 多年： 春秋戰國、秦漢時期的地圖

(3) 江西廬陵 850 多年： 東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時的地圖

(4) 支脈分遷 500 多年： 唐、閩南唐、宋、元時期的地圖

(5) 祖籍原鄉 300 多年： 明、清時期的地圖

(6) 渡台線路 200 年： 福建廣東清代地圖、乾隆台灣山水嶼圖

(7) 渡台開基 200 年： 清代台灣行政地圖

淵源譜編排依序：上古鄫氏遠祖到及廬陵曾氏太宗世系，編在第二、三及

四章。第五章為宗祧繼承及湖南遷台譜。從江西廬陵支脈分遷到祖籍原鄉渡台

開基依序有：泉州龍山派在第六七章，廣東五華派在第八章，梅州蕉嶺派在第

九章，永定南靖派在第十章、漳州平和派在第 11 章。第 12 章為曾氏淵源譜渡

台開基摘要及統計。

這本淵源譜的中文字輸入，採用王贊傑先生創新開發的大易輸入法 2 碼智

慧詞庫 8.0 版，初稿由祥毅賢侄校對，在此一併致謝。淵源譜含蓋時空範圍極

為寬廣，有殊多族譜史料尚待蒐集，冀望再版時得以補充。敬請宗賢不吝批評

指教，謝謝。

桃園市曾氏宗親會

族譜編修小組主編

武城 76 派／台 9 世裔孫

公元 2016 年 10 月

曾繁藤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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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譜 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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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序言目錄 ------------------------------------------------ (A)

第一章 曾氏台灣淵源譜的編撰 (1.1)

第 1.1 節：台灣修譜文獻史料的蒐集 --------------------------- 1.7

第 1.2 節：族譜世代參考尺標及編排 --------------------------- 1.17

第 1.3 節：曾氏淵源譜章節排序 --------------------------------- 1.25

第 1.4 節：淵源譜尋根問祖之旅 --------------------------------- 1.43

【摘錄：台灣通志曾氏渡台祖】 ----------------- 1.55

第二章 上古鄫國遠祖遷徙史地 (2.1)

本章導讀：鄫國解謎 ------------------------------------- 2.3

第 2.1 節：夏王少康封次子曲烈於鄫 ---------------------------- 2.9

第 2.2 節：夏商時期鄫國遠祖遷徙 ------------------------------- 2.21

第 2.3 節：周初復封鄫國於河南方城 --------------------------- 2.35

第 2.4 節：鄫國世子東遷奔魯去邑為曾 ------------------------ 2.45

第 2.5 節：鄫伯南遷去邑為隨曾之謎 --------------------------- 2.55

【附錄：曾侯乙墓出土國寶】----------------------- 2.65

第 2.5 節：鄫國與春秋諸侯方國的碰撞 ------------------------ 2.77

結語及文獻 -------------------------------------------------- 2.99

第三章 魯國武城曾氏合族總譜 (3.1)

第 3.1 節：宗聖公曾子家世譜 ------------------------------------ 3.7

第 3.2 節：魯國武城曾氏世系譜 --------------------------------- 3.25

第 3.3 節：西漢武城曾氏仕官家譜 ------------------------------ 3.41

第 3.4 節：15 曾據挈族南遷江西廬陵 -------------------------- 3.53

結語及文獻 -------------------------------------------------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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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南遷廬陵曾氏支脈分遷譜 (4.1)

第 4.1 節：東漢廬陵 15 曾據房仕官家譜 ---------------------- 4.7

第 4.2 節：三國晉混戰年代的曾氏家譜 ------------------------ 4.17

第 4.3 節：江西土著曾氏失記譜 ---------------------------------- 4.27

第 4.4 節：唐代曾氏太宗支脈分遷譜 -------------------------- 4.45

第 4.5 節：唐山祖曾舊→ 石壁分遷支脈 ----------------------- 4.63

結語及文獻 --------------------------------------------------- 4.81

第五章 曾氏宗祧繼承及湖南遷台譜 (5.1)

第 5.1 節：曾氏相應者一人世襲翰博 -------------------------- 5.7

第 5.2 節：宗聖曾子嫡孫世系譜 -------------------------------- 5.13

第 5.3 節：曾氏南宗繼承譜系 ----------------------------------- 5.23

第 5.4 節：曾氏東宗世襲翰博譜系 ---------------------------- 5.33

第 5.5 節：湖南湘鄉曾國藩→約農遷台譜 -------------------- 5.53

結語及文獻 -------------------------------------------------- 5.69

第六章 晚唐 36 延世公遷泉州龍山支脈 (6.1)

第 6.1 節：晚唐 36 延世公遷泉州與閩國 ---------------------- 6.7

第 6.2 節：宋代泉州龍山派曾氏支脈分遷 -------------------- 6.19

第 6.3 節：南宋狀元 49 曾從龍支脈譜源 -------------------- 6.33

第 6.4 節：泉州龍山 43(曾介、曾俅)分遷 ---------------------- 6.41

第 6.5 節：宋代泉州龍山派進士榜 ------------------------------- 6.49

第 6.6 節：元未泉州兵亂混戰大遷移 ----------------------------- 6.55

結語及文獻 ---------------------------------------------------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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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泉州龍山派曾氏→渡台譜系 (7.1)

第 7.1 節：同安大路尾 54 曾源房→渡台譜 ------------------- 7.7

第 7.2 節：南安 55 榮祖房→渡台譜 ---------------------------- 7.21

第 7.3 節：晉江東石 50 襲祖支脈→渡台譜 -------------------- 7.33

第 7.4 節：廈門曾厝垵：53(光綽、曾英)→渡台譜 ---------- 7.47

第 7.5 節：(同安 54 欽理、安溪 54 志旺、獺江 54 曾淮) ---- 7.59

第 7.6 節：泉州龍山派曾氏攜眷→渡台開基 ----------------- 7.73

第八章 廣東五華 53 佑孫脈→渡台譜系 (8.1)

第 8.1 節：唐山祖曾略：江西南豐分遷渡台 ------------------- 8.9

第 8.2 節：廣東五華 53 佑孫支脈分遷譜 ---------------------- 8.25

第 8.3 節：廣深→55授甫房：陸河河口→渡台通霄 --------- 8.35

第 8.4 節：廣東豐順曾溫氏→渡台觀音、寶山 ---------------- 8.41

第 8.5 節：廣淵→55(褓甫、祥甫)房：→渡台譜 -------------- 8.61

第 8.6 節：54(廣用、廣新)房：→渡台楊梅、龍潭 ----------- 8.77

第 8.7 節：廣東五華曾氏攜眷→渡台開基 --------------------- 8.91

第九章 梅州蕉嶺 53 裕振脈→渡台譜系 (9.1)

第 9.1 節：石壁遷梅州蕉嶺 53 裕振公支脈 -------------------- 9.7

第 9.2 節：蕉嶺 56(啟溪→樂叟)房→渡台譜 ------------------- 9.19

第 9.3 節：揭西五經富曾氏→1949拉夫徙台 ------------------ 9.29

第 9.4 節：蕉嶺 55(啟滄、啟海)房→渡台譜 ------------------ 9.39

第 9.5 節：蕉嶺 55 啟瑞房→渡台譜 ---------------------------- 9.57

第 9.6 節：梅州蕉嶺曾氏攜眷→渡台開基 --------------------- 9.77

第 9.6 節：【蕉嶺曾氏修譜序言摘錄】 -------------------------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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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汀州永定、漳州南靖曾氏→渡台譜 (10.1)

第 10.1 節：寧化石壁遷上杭→1949拉夫徙台 ---------------- 10.7

第 10.2 節：汀州永定 54 友益脈→渡台譜 --------------------- 10.19

第 10.3 節：漳州南靖 56 萬八郎脈→渡台譜 ------------------- 10.45

第 10.4 節：永定南靖曾氏攜眷→渡台開基 --------------------- 10.65

第十一章 漳州平和曾氏→渡台譜系 (11.1)

第 11.1 節：和邑曾氏家廟族譜編修 ------------------------------ 11.7

第 11.2 節：53 圓山公房：平和崎嶺古爽→渡台譜 ----------- 11.15

第 11.3 節：平和房渡台、古林房 65 豫貞襲翰博 -------------- 11.27

第 11.4 節：九峰曾氏倡議添置平和縣治 ----------------------- 11.41

第 11.5 節：平和九峰曾氏→渡台譜 ---------------------------- 11.55

第 11.6 節：平和九峰 58 子仁房→渡台譜 --------------------- 11.71

第 11.7 節：平和坂仔 62 崇俸房→渡台譜 --------------------- 11.81

第 11.8 節：漳州平和曾氏攜眷→渡台開基 --------------------- 11.91

第十二章 曾氏淵源譜及渡台開基摘要 (12.1)

本章導讀 ---------------------------------------------------- 12.3

第 12.1 節：上古遠祖淵源與魯國武城曾氏摘要 ------------- 12.9

第 12.2 節：江西廬陵曾氏支脈分遷摘要 ----------------------- 12.19

第 12.3 節：祖籍原鄉曾氏→渡台拓墾開基摘要 -------------- 12.29

第 12.4 節：編修來台祖曾氏族譜參考範例 -------------------- 12.47

第 12.5 節：編撰台灣姓氏淵源簡譜參考範例 ----------------- 12.65

B. 贊助芳名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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